
分区分类精准复工“江门样本”
——看我市如何助企71小时追回4成产能

企业复工以来，3条生产线双班生
产，产能迅速恢复。

受访者供图

江门疾控发出重要提醒
这些人员请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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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 （记者/唐达 赵可义
通讯员/莫小青）昨日，市委书记陈岸明
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
政府就职典礼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在中央
政治局第三十六次、第四十次集体学习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江门双碳实验
室工作进展情况和全市科技创新大会筹
备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香港
视察，亲自出席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举世瞩目，全面开启香港发展新阶
段，在“一国两制”实践进程中具有里程
碑意义。一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准确
把握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精神
实质、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紧
紧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历史机

遇，深化实施市委“1+6+3”工作安排，奋
力为广东在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
造新的辉煌贡献江门力量。二要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坚决落实总书记关于“疫情要防住、经济
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指示要求，
在一个潜伏期内实现本土疫情社会面动
态清零，迅速复盘总结本轮疫情处置工
作，优化完善流调溯源、核酸检测、转运
隔离等防控措施，有效防范应对奥密克
戎BA.5变异株。坚决扛起稳定宏观经
济的政治责任，努力实现第三季度有较
好上升的目标。主动对接横琴、前海、南
沙三个重大合作平台，深入推进“港澳融
合”工程、“侨都赋能”工程，推动江门与
港澳合作再上新台阶。切实做好安全生
产和防汛防台风等各项工作，确保社会
大局和谐稳定。三要加强组织领导，认

真组织传达学习，扎实开展培训宣传，结
合实际推动落实，确保学习宣传贯彻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取得实效。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性，坚定不移走生态
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为实现双碳目
标作出江门努力、江门贡献。要科学准
确把握双碳目标要求，坚持先立后破、通
盘谋划，从江门实际出发，稳步推进能源
结构优化调整，加快推进产业优化升级
和绿色低碳科技革命，扎扎实实推动双
碳工作落到实处，为2030年前碳达峰打
好基础。

会议强调，要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
链，加快构建“双碳实验室+双碳产业
园”政产学研融通发展新模式。要尽快
制定完善江门双碳实验室各项管理制
度，加快引进高水平科研团队和一批成
熟度高的产业化项目，全力创建省实验

室和全国重点实验室，争取成为粤港澳
大湾区国际技术创新中心“1+9+N”体
系中“9”个骨干科研机构之一。要加快
推动江门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加
速建设硅能源、新能源、电力装备三大双
碳产业园区，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
融合。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
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
要论述精神，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
和刀刃向内的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要紧盯目标要求，树牢

“全周期管理”意识，切实提高一体推进
“三不腐”能力和水平。要强化问题导
向，深入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
风，堵塞监管漏洞加强制度建设，压紧
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营造风清气正
的政治环境。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为实现双碳目标作出江门努力、江门贡献

陈岸明主持

江门日报讯（记者/张浩洋 通讯
员/钟欣燕 颜琦伽）记者近日从市河长
办获悉，我市2022年实施河长制湖长制
工作要点已出台。今年江门河湖长制工
作将围绕深入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
高质量推动万里碧道建设、着力强化水
资源保护、不断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分类
治理推动水环境改善、抓好水生态修复、
严格抓好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持续深化
执法监管、强化河长制湖长制工作保障、
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等十大方面开
展，以推动河湖长制工作提档升级，努力
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

在深入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方
面，今年我市将扎实推动潭江分段治理，
以潭江流域恩平段、开平段、台山段为主
战场，大力实施源头管控和精准治污，推
进潭江分段治理逐年实施，优化跨界水
质监测断面设置，厘清治理责任，实现

“交好水”给下游。同时，积极推动国、省
考断面水质持续改善，确保水质优良比
例达到100%。

在高质量推动万里碧道建设方面，
我市将坚持治污先行、安全为重、生态
优先，着力补齐水安全、水环境短板，强

化河流保护和生态修复，年底前高质量
完成364公里碧道建设任务，并加强碧
道建后运营管护。同时，以碧道为依
托，做活水经济，用好用活已建成碧道
资源，加强业态植入，将生态效益转化
为经济效益。

在着力强化水资源保护方面，我市
将深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
守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严格遵守省
下达我市的“十四五”水资源管控指标，
提升水资源集约节约安全利用能力和水
平。同时，持续实施农村供水提质增效
工程，继续新改扩建一批农村规模化供
水工程，推动农村供水“三同五化”保障
体系建设。

在不断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方面，我
市将持续加强江河湖库防洪体系建设，
加快推动全市防洪调度一体化，继续推
进“智慧水利”一期工程潭江流域综合预
报调度系统项目建设，2022年底前，完
成项目总投资1.18亿元的建设内容，基
本实现预报调度平台投入试运行。同
时，加快推进城市内涝系统化治理，年底
前，市县两级分别完成编制城市内涝治
理系统化实施方案并实施。

在分类治理推动水环境改善方面，
我市将继续抓好14条跨界重点支流综
合治理工作，按照《2022年挂图作战重
大项目清单》的时序进度要求，完成年度
投资计划7.55亿元。大力推进鹤山水系
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项目，高标
准完成终期评估工作，积极推动开平市
等争创全国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
点县遴选。

我市还将积极开展水生态修复，落
实潭江生态流量保障工作，确保潢步头
考核断面生态流量全年达标天数超过
90%。印发实施新昌水、镇海水等河湖
生态流量目标保障实施方案，加强对杜
阮河、沙坪河、莲塘水等河湖生态流量管
控、监测、评估等工作。此外，我市将全
力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
复工程项目。

在严格抓好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方
面，我市将持续开展河湖“清四乱”，采用
视频监控、无人机、智慧水利等多种手
段，对河湖岸线进行高效监管，解决遏增
量、清存量。对上级巡查发现的“四乱”
问题，按要求抓好整改落实，积极推动

“四乱”问题动态清零。计划2022年11

月底前，基本完成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
题清理整治任务。

在持续深化执法监管方面，加强《地
下水管理条例》《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
等法规贯彻实施。同时，加强水域治安
巡逻防控，组织涉水各职能部门联勤联
动执法，及时发现和整治非法捕捞、污染
环境、水上走私等突出涉水域违法犯罪
活动，尤其是严厉打击出海水道与河道
水域冲洗或者浸泡海砂、山砂、淤泥、建
筑垃圾等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活动。

在强化河湖长制工作保障方面，我
市将进一步规范河湖长制日常工作程序
和环节，建立健全完备而稳定的河湖长
制工作规范体系，着力提高各级河长办
组织、协调、分办、督办工作能力，加强人
员配备及业务培训等工作。

我市今年还将加强媒体宣传报道，
加大公益宣传力度，把爱河护河作为贯
彻落实中小学地方综合课程指导纲要的
重要内容，并开展侨乡幸福河湖评选。
同时，结合碧道建设，2022年底前，每个
县（市、区）各建成一处水文化科普教育
展厅，打造水利与河湖长制宣传教育平
台阵地。

江门日报讯（记者/张浩洋 通
讯员/钟欣燕）今年以来，江门水利
建设取得扎实进展，年度计划完成投
资41.19亿元，上半年已完成27.6亿
元，完成率达67%，比去年同期增长
39.4%，超额完成上半年目标任务，投
资完成率、资金支付率在全省地级市
中排在前列。

为推进水利投资建设，江门市水
利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常态化落实
月调度、季通报制度，及时分析研判
存在问题，研究推进措施。尤其是积
极拓展水利投融资渠道，今年共争取
债券资金9.19亿元，加快全市水利工
程前期工作及建设进度。上半年全
市已开工水利项目222个，开工率
89%，各项水利工程建设步伐蹄疾步
稳，多项工程超额完成进度。

作为省、市十件民生实事重要内
容，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及万里碧
道建设工程正稳步超前推进。目前
全市碧道建设已完成投资49.17亿
元，建成碧道348公里，提前3年超额
完成省定目标任务；50宗列入省、市
民生实事任务的小型病险水库除险
加固工程中，46宗已开工建设，预计
年内完成主体工程建设。此外，潭江

河流治理工程（新会段）、7宗中小河
流治理建设任务及3宗大中型水库
除险加固工程年度投资计划超时序
进度。

河湖治理方面，我市持续推进西
江潭江重点支流综合治理工程及水
美乡村建设，西江潭江流域跨县重点
支流综合治理工程（一期）项目已累
计完成治理河长152公里，整体项目
进度已超三分之一；鹤山市水系连通
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项目累计完成
投资2.97亿元，完成整体工程量的
86%，项目成果已初步显现，成为新
的网红打卡点。

此外，我市今年全力推进灌区
节水改造建设，出台《江门市中型灌
区改造建设及运行管理示范创建工
作方案》，成立江门市灌区一张图建
设工作专班，加快推进8宗中型灌
区节水改造，努力打造全省灌区续
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的“江门样
板”。我市还持续推进农村集中供
水统管提质增效，台山市、恩平市农
村供水提质增效工程年度实施项目
已全面开工，鹤山市在江门率先探
索分散式农村供水工程县级统管新
模式。

上半年我市完成
水利投资27.6亿元
投资完成率、资金支付率在全省地级市中排在前列

据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财
政部14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5221亿元，
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3.3%，按
自然口径计算下降10.2%。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7663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
长 1.7% ，按 自 然 口 径 计 算 下 降
12.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57558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
长 4.7% ，按 自 然 口 径 计 算 下 降
7.9%。全国税收收入85564亿元，扣
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0.9%，按自
然口径计算下降 14.8%；非税收入
1965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

从主要税收收入项目看，上半
年，国内增值税19136亿元，扣除留
抵退税因素后下降0.7%，按自然口
径计算下降 45.7%。国内消费税
954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8%。
企业所得税28388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3.2%。个人所得税7847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8.7%。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
好，加快推动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

落地见效，6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企稳回升。”财政部国库支付中
心副主任薛虓乾说，扣除留抵退税因
素后，6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5.3%，由5月份的负增长转为正
增长。下半年经济有望持续回升向
好，在此基础上，预计财政收入将逐
步回升。

财政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128887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5.9%。其中，中央一般
公共预算本级支出15630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5.8%；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11325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5.9%。

“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
保障。”薛虓乾说，科学技术、农林水、
卫生健康、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方
面的支出，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17.3%、11%、7.7%、4.2%、3.6%。

此外，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7968亿元，比上
年同期下降28.4%；全国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548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31.5%。

我市2022年实施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要点出台

围绕十大方面建设幸福河湖

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
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3.3%

多元化个性化改造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

江门老旧厂房“变身记”

我市实施“侨创圆梦”行动

20条措施助力侨企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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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国家统
计局14日发布数据，2022年全国夏粮
总产量14739万吨（2948亿斤），比上年
增加143.4万吨（28.7亿斤），增长1%。
其中，小麦产量 13576 万吨（2715 亿
斤），增长1%。

“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粮食生产，
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持续加大
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克服冬小麦晚
播、农资价格上涨和国内疫情多点散发
等不利因素影响，夏粮实现增产丰收。”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荣说。

统计数据显示，夏粮播种面积稳中

略增。 2022 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26530千公顷（39795万亩），比上年增
加92.1千公顷（138.2万亩），增长0.3%，
连续两年实现增长。

夏粮单产小幅提高。2022年全国
夏粮单产5555.6公斤/公顷（370.4公斤/
亩），比上年增加34.9公斤/公顷（2.3公
斤/亩），增长 0.6%，其中小麦单产
5912.3公斤/公顷（394.2公斤/亩），增加
43公斤/公顷（2.9公斤/亩），增长0.7%。

王贵荣分析，全国夏粮单产小幅提
高，一是因为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二是多
项措施精准发力，如针对局部地区疫情

影响，及时打通农民下田、农资到店、农
机上路等堵点卡点，推动春管夏收有序
开展；三是生产条件持续改善，近年来，
各地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中低产
田改造力度，着力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
件，培育推广优良品种，构建多元化的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粮食单产水平
稳步提高。

“2022年我国夏粮生产喜获丰收，
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良好基础，
为稳物价保民生、稳定经济大盘、应对外
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提供了坚实支撑。”王
贵荣说。

2022年全国夏粮总产量比上年增长1%


